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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随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出

发，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步伐。为了了解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探究

脱贫攻坚的路径，改为此次调研选取了以金寨县板栗产业为代表进行调查。 

我们对金寨县村民展开现场问卷调查和对金寨县板栗加工厂工人进行访谈，

旨在了解村民的收入情况、生活水平如何、以及促进和阻碍板栗发展的因素这三

个方面。通过详细的调查，得到当前金寨县板栗发展过程中阻碍金寨板栗发展的

主要外部原因是市场低迷；而内部原因则是管理水平下降、品种混杂，以及贮藏

加工业发展滞后这三大难题，亟待解决。我们后续从村民、企业、政府三个方面

给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本次调查以金寨县江店镇（黄林村）和梅山镇（船冲村、马店村、小南京村）

2镇 4村的村民和板栗加工厂工人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一对一问卷调查和面对

面采访的方法，进行为期 4天的调查。共发放问卷 413份，有效回收 402份，有

效回收率为 97.3%。 

问卷涉及村民和工人的基本信息、家庭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影响板栗发展因

素等方面问题。在数据分析模块，我们运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相关分析和

logistics回归等方法进行定性定量评估，主要结论如下： 

（一）家庭人口数与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关系。 

（二）总体上金寨板栗种植户数大于非板栗种植户数。尽管板栗市场与前几

年相比更加低迷，但村民认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部分村民还是愿意种植板

栗。值得注意的是，有小半数的村民对板栗种植的态度是不得不种，这严重制约

了村民板栗种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三）村里留守人员大都是妇幼和老人，年轻劳动力只占 25.6 %,这导致了

很多栗园长期粗放经营，不修剪，不施肥，病虫害严重，密度过大，这也是是产

量低的重要原因。 

（四）从近几年的金寨板栗发展来看，非板栗种植户的收入要大于板栗种植

户的收入，这严重影响了栗农生产积极性，使得板栗发展与金寨脱贫的相关度不

大。 

（五）金寨县板栗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从板栗产业本身来讲，金

寨县的先天条件不错。一旦提高板栗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在提高板栗产

量的同时，及时调整板栗品种结构，采取科技改良方式将现有板栗逐步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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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市场需求，抗病虫、耐贮藏的品种，做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建

立板栗产业示范园，那么金寨的板栗发展将大有所为。 

 

关键词：脱贫；金寨板栗；相关分析；列联表分析；logistics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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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选题及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的背景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

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为重点的大规模扶贫开

发。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思路和新要求。2015 年， 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确到 2020 年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29 次国内考察，一半以上聚焦扶贫开发。脱贫攻

坚，是大事。2016 年 4 月，习近平来到金寨县，金寨县是国家级首批重点贫困

县，也是被确定为大别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 

金寨的板栗，曾经是金寨的农业支柱产业之一。自 80年代后期以来, 全县

已发展板栗 50万亩, 1600 万株,年产板栗 2. 5 万吨, 年创产值亿元以上。而且

板栗面积、株数和产量均居全省之首、全国前列，是全国七个板栗生产重点县之

一,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名特优经济林板栗之乡"的金寨县，但如今板栗已

成"鸡肋",出现栗贱伤农，或转产业，或弃之不管。到 2016年年底，全县仍有贫

困人口 6.64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11.2%，是安徽省贫困人口较多的县，是全省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因此，为探索产业扶贫发展现状，本文选取了金寨县的板栗为例，进行实地

调查分析，通过对板栗种植户和非板栗种植户现状的比较调查，从村民的收入、

生活基本情况、板栗种植的优势和劣势，评价其目前的生活水平，分析阻碍金寨

板栗产业的主要原因，从侧面反映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并为加快脱贫步伐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框架如下：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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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一）我国的脱贫现状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在扶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 2004 年年

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 2.5亿人减少到 2610万

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 30%下降到 2.8%。然而，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和整个经济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扶贫领域也不断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

“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

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思路和新要

求，八大脱贫举措之一就是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制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出台专项政策，统筹使用涉农资金，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养

业和传统手工业等。 

（二）金寨县的脱贫现状 

由于战争的创伤、劳力的稀缺、资源的匮乏，持续影响着这片红色土地的经

济发展，金寨县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重点贫困县和大别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在

中央、省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县委、县政府带领金寨人民走出了一条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之路。金寨大力推进行业扶贫、专业扶贫、社会扶贫，脱贫攻坚取

得显著成效，五年脱贫 12.88 万人。但是，到 2016 年年底，全县仍有贫困人口

6.64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11.2%，是安徽省贫困人口较多的县，是全省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因此，金寨的脱贫攻坚一方面机遇多、潜力大、效果好，另一方面任

务重、隐患多、难度大。 

 

（三）金寨县的板栗发展现状 

金寨县林业用地 431万亩，是安徽省最大的山区县。“八山半水半分田，一

分道路和庄园”是金寨的基本地貌特征，自然条件特别适宜板栗的生长。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板栗作为金寨县重要的支柱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

发展政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板栗种植热潮。当时，板栗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来

抓，涌现出了大批板栗万元户，许多农户通过板栗脱贫致富。近年来，由于劳动

力成本快速上升，加之板栗深加工产品不足，附加值低，导致整个板栗市场萧条，

板栗产业走入了低谷。如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注重饮食健康的同时，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悄然转变，而板栗则已成为“鸡肋”，砍之可惜，留之，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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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低。有着“全国经济林板栗之乡”之称的金寨县，经过 20余年的发展，现在，

板栗的道路已越走越窄。 

三、 研究意义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大热点话题。“今年再减少农村贫

困人口 1000 万以上”这是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期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

2017 年脱贫任务，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体现出党和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信心和决心。脱贫攻坚战不仅可以保障这一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是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深

远的影响。 

然而，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对于金寨县这个被列为国家级

首批重点的贫困县和大别山片区扶贫攻坚的重点县，金寨的自然环境、产业特色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等方面与其他地方相比都有着大大小小

的不同。因此，此次调查小组通过对金寨板栗的研究，得出板栗产业顺利发展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对金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为推动板栗产

业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改进办法和参考意见。 

四、 研究方向 

（一）金寨县村民和工人的年龄、学历等个人基本信息； 

（二）金寨县板栗种植的基本情况； 

（三）金寨县板栗种植户与非板栗种植户生活水平的差异性； 

（四）促进和阻碍金寨板栗发展因素的基本情况分析； 

（五）金寨板栗发展与其脱贫成效的相关度； 

（六）针对研究的问题给出结论和相关建议。 

五、 主要研究方法 

（一） 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是一种用途很广的计数资料的假设检验方法。它属于非参

数检验的范畴，主要是比较两个及两个以上样本率( 构成比）以及两个

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其根本思想就是在于比较理论频数和实际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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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吻合程度或拟合优度问题。卡方检验是以 2 分布为基础的一种常用假

设检验方法，它的无效假设 OH 是：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没有差别。 

（二）列联表分析 

在实际分析中，当问题涉及到多个变量时，我们不仅要了解单个变

量的分布特征，还要分析多个变量不同取值下的分布，掌握多变量的联

合分布特征，进而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借

助交叉分组下的频数分析，即列联表分析。 

（三）多选项分析 

多选项问题的分解通常有多选项二分法和多选项分类法两种方法。

这两种分解方法的选择考虑是否便于分析和是否丢失信息两个方面。   

（四）相关性分析 

现象之间客观存在的不确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叫做相关关系。对现象

之间相关关系密切程度的研究，称为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的主要目的，

就是对现象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变化规律，有一个具体的数量观念，

并进一步找出相互关系的模式，以便进行统计预测和推算，为制定计划、

决策提供统计资料。   

（五）logistics 回归 

logistic 回归又称 logistic 回归分析，它的自变量既可以是连续

的，也可以是分类的。logistic回归是通过回归方程，确定概率的期望

值一种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来得到某种结果的概率。logistic 回归原理

具体如下： 

logistic回归模型描述的是概率P 与协变量,之间的关系，考虑到P

的取值在 0-1 之间，为此要首先把 logistic 变换为,使得它的取值在到

之间，然后建立 logistic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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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so.com/doc/818671-865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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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调查策划 

一、调查内容 

（一）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是金寨县的板栗发展对金寨脱贫攻坚战的作用，促进和

阻碍金寨板栗发展的因素以及对金寨板栗的未来展望。 

（二）问卷内容 

在对金寨县村民和工人的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的问卷内容分为基本信息、

板栗种植相关情况和板栗未来展望三个部分。其基本信息部分主要包括村民和工

人的年龄、学历、家庭人口数；板栗种植情况主要包括板栗种植户的家庭年收入、

愿意种板栗的原因、继续种植板栗的意愿和非板栗种植户的家庭年收入、不愿意

种板栗的原因、阻碍板栗发展的原因；板栗未来展望部分包括促进板栗发展的原

因以及建议等。 

二、调查方法和形式 

（一）调查方法 

1.预调查： 

在正式展开调查前，我们一方面给在金寨的同学寄回问卷,进行了为期半天

的预调查；另一方面与金寨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电话连线询问当地情况。旨在

对问卷设置的问题进行修正及为问卷的正式开展打基础。 

2.典型抽样： 

典型抽样是指从众多的调查研究对象中,有意识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

位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具有灵活机动、具体深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

特点。 

3.随机抽样： 

又称简单随机抽样，一般分为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在重复抽样中，每次

抽中的单位仍放回总体，样本中的单位可能不止一次被抽中。不重复抽样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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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单位不再放回总体，样本中的单位只能抽中一次。它的最大优点是在根据样

本资料推论总体时，可用概率的方式客观地测量推论值的可靠程度，从而使这种

推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因为此，随机抽样在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中应用较

广泛。 

4.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是指先将总体的单位按某种特征分为若干次级总体（层），然后再

从每一层内进行简单随机抽样，组成一个样本。可以提高总体指标估计值的精确

度。 

（二）调查形式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面访调查中的一对一问卷调查方法和面对面采访的方法。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直接接触，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好的问卷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

了解情况或用拟好的问题口头咨询被调查者的调查方法。 

三、调查组织 

（一）调查团队的组织 

1.调查负责人 

问卷调查团队由 4名组员组成，选 1位同学作为总负责人，其主要职责为制

定调研计划、协调团队成员关系、确保调研实施过程以及组织撰写分析论文等。 

2.调查督导 

调查第一阶段：由总负责人网上查询资料及电话采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了解

当地情况，从而采取合适的调查内容与调查方法。 

调查第二阶段：4名同学分为 2组前往不同区域地点，负责调查过程中访问

技术的检查指导和调查结果的审核，以及调研过程的实施、问卷的整理和发放以

及问卷数据的录入工作。 

（二）其他准备工作 

1.设计制作调查问卷； 

2.制作抽样框，以及调研地点的地理位置和路线安排； 

http://baike.so.com/doc/5381952.html
http://baike.so.com/doc/6764807.html
http://baike.so.com/doc/6096211.html
http://baike.so.com/doc/6096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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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证、调查工作证明等文件； 

4.团队成员自备记录笔、文件夹、手提袋等材料； 

5.调查经费预算：差旅费、住宿费、相关必备物品购买费等 1200元。 

四、调查对象和范围 

本次问卷调查以金寨县江店镇（黄林村）和梅山镇（船冲村、马店村、小南

京村）2镇 4村的村民和板栗加工厂工人为调查对象。本次走访的对象为金寨县

扶贫局副局长以及扶贫局的工作人员。 

五、抽样设计 

（一）抽样方法 

按随机数法抽取了金寨县下江店镇（黄林村）和梅山镇（船冲村、马店村、

小南京村）两镇四个行政村，选用分层抽样法将总体的单位按人口数和板栗种植

密集度的特征分为若干次级总体，然后再从每一层内进行简单随机抽样，组成一

个样本。 

（二）样本量的确定 

1.抽样单位 

以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为总体，选取两镇四个行政村。调查方案采用分层的

两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抽样单位为： 

第一阶段：以江店镇、梅山镇为初级抽样单位； 

第二阶段：以黄林村、船冲村、马店村、小南京村为二级抽样单位； 

第三阶段：以行政村中的每户村民为最终单位。 

2.建立抽样框 

根据金寨县选取的两镇，这些镇作为初级抽样单元构成调查总体，具体划分

为四个抽样框。 

 

 

http://baike.so.com/doc/6764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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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抽样框分布 

抽样框 行政村 

江店镇 黄林村   

梅山镇 船冲村 马店村 小南京村 

3.确定样本量  

样本量的确定综合考虑了人口、板栗种植密集度等多种因素，进行合理的配

额设计，以确保样本的抽取尽可能体现金寨居民的实际情况。问卷调查中样本量

的研究以估计简单随机抽样的样本量为基础， 利用公式
22

2

211

Sz

d

Nn 

 计算出所

需要的样本量约为 384 份。为了减少无效问卷对样本精度的影响，因此本次调查

共发放 413份问卷。 

（二） 样本量的分配 

表 2  样本量分布 

名称 江店镇 梅山镇 总计 

黄林村 114  114 

船冲村  124 124 

马店村  100 100 

小南京村  75 75 

总计 114 299 413 

（四）调查精度 

本次调查中，我们实发问卷 413 份，收回 402 份，在回收问卷中有 10 张问

卷存在漏选题目、单选选成多选问题，考虑统计分析及处理，将这 10 张问卷视

为无效问卷。由此，此次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336%。 

六、数据处理 

实地问卷调研结束后，整理填写好的《金寨县的板栗种植与其脱贫成效的相

关度研究调查问卷》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将有效问卷信息数字化后输入 Excel，

以方便后期运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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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金寨县板栗发展对其脱贫效果的调查数据分析 

一、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

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ronbachC 信度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通常

认为，信度系数应该在 0～1 之间，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9 以上，表示量表

的信度很好；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8～0.9 之间，表示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

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7～0.8 之间，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修订；如果量表

的信度系数在 0.7 以下，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抛弃。通过调查问卷的信度分

析，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调查问卷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利用 SPSS 软件对金寨县的板栗种植与其脱贫成效的相关度研究的调查问卷

做信度分析得出 alpha sronbach'C 系数表见下表。 

表 3  sronbach’C alpha系数表 

sronbach’C alpha系数 基于标准化项的 sC ’ronbach alpha系数 项数 

.893 .890 14 

由表 3 可知，金寨县的板栗种植与其脱贫成效的相关度研究的调查问卷的

sC ’ronbach alpha系数是 0.893>0.8，信度较好即问卷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二）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

事物的程度。效度是指根据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测量结

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效度越高；反之，效度越低。效度分为三种类型：内

容效度、构想效度和效标效度。本文的效度分析主要使用的是专家判断法和统计

分析法。本次蚌埠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问卷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市场

调查与农民工相关的理论和文献，走访了各个行业的农民工，并运用相关的统计

分析方法，使设计出的问卷真实有效地达到欲测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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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总体基本情况 

 

图 2  金寨板栗调查样本年龄频率直方图 

由图 2可见，样本的基本情况为：调查样本中金寨县居民数量为 402人，其

中种植板栗的居民占 65.2%，不种植板栗的居民占 34.8%；居民年龄在 25岁以下

的占 6.2%，年龄在 25-40岁的占 19.4%，40-55岁的占 49.8%，在 55 岁以上的占

24.6%，其中年龄在 40-55岁的居民最多，25 岁以下的最少。通过数据的统计发

现，调查对象的年龄大多数处于 40-55 岁和 55 岁以上。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金寨县农村老龄化情况比较严重，年轻劳动力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板栗产

业的发展。 

 

图 3  金寨板栗调查样本学历分布图 

由图 3可见，其中学历为小学或以下的占 46%，初中的占 36.8%，高中/中专

的占 13.2%，大学及以上的占 4.0%。学历为小学或以下的占大多数，初中学历的

人数也较多，大学或以上的人很少。通过数据的统计发现，调查对象的学历大多

数处于初中或小学及以下的水平。故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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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大影响了板栗种植户对科学合理的种植板栗和对板栗种植政策的了解，直接

限制了板栗产业的发展。 

 

图 4  金寨板栗调查样本家庭人口数频率直方图 

由图 4 可见，样本中家庭人口数在 2 人或以下的占 1%，3 人的占 19.4%，4

人的占 34.8%，人口数在 5人或以上的占 44.3%。人口数为 4人以上家庭比较多，

这与中国人口现状较吻合，农村家庭人口数一般较多。通过调查数据统计我们发

现这样的结论：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数普遍较多，家庭生活压力较大，在面对板

栗种植无法取得更好地收入，导致板栗种植户开始放弃种植板栗，而选择外出务

工的道路。 

小结：通过以上的基本情况调查我们发现，年轻劳动力的缺乏，家庭生活压

力较大，文化水平较低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板栗产业的发展，如何更好的推动

板栗产业的发展的问题愈加突出，如何留住年轻劳动力，加强居民文化水平等都

是处理问题的关键。 

三、描述统计分析 

(一) 板栗种植户和非板栗种植户收入比较 

板栗是金寨县一大特色产业，过去数年来一直为金寨县居民带来很多收入，

金寨的地理环境也比较适宜板栗的生长，这里大部分家庭都或多或少种植了板栗，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导致板栗种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18 / 36 
 

表 4  板栗是否种植和收入的交叉列联表 

收入 种植 不种植 

3 千以下 95 4 

3千-1万 111 25 

1万-3万 43 73 

3万-5万 13 28 

5 万以上 0 10 

合计 262 140 

由表 4统计得来的数据可看出，板栗种植户的年收入水平相对于非板栗种植

户来说较低，基本集中在年收入 1 万以下，1 万以上的家庭只占 21%左右，而非

板栗种植户大多数家庭年收入达到 1-3万，占比达到 52%以上。数据统计结果表

明：近几年来由于板栗收成、市场等原因造成板栗种植户收入普遍较低，而非板

栗种植户通过其他途径反而能获得较高的收入。 

 

(二) 村民对政策了解程度分析 

表 5  政府政策了解程度分析表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不了解 

种植户 9 89 164 

非种植户 4 53 83 

合计 13 142 247 

由表 5数据统计可得出，金寨村民对金寨政府扶持板栗政策基本了解，但还

有多数村民不了解。说明政府还需继续加大对板栗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同时进

一步完善扶持政策，调动村民发展板栗的积极性。 

 

（三）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分析 

 

 

图 5 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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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 5 表明，66.03%板栗种植户的板栗种植收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小部分，

只有 3.82%的家庭完全靠种植板栗来获得收入。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获得收入的

途径越来越多，当地人们对板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 

 

 

图 6 是否愿意种植比例图 

该图 6 表明，46.56%的人不愿意继续种植板栗，53.44%愿意继续种植板栗，

我们对于当地人们种植板栗的意愿的统计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继续种植

板栗，因此如果对板栗种植加强管理，未来板栗的前景还是很可观的。 

第四部分  综合统计分析 

一、影响板栗种植收入的因素 

（一）与年龄的关系 

表 6  年龄和板栗种植的年收入卡方检验表 

 值 df  渐进 igS . (双侧) 

Pearson 卡方 33.085a 9 .000 

似然比 34.046 9 .000 

线性和线性组合 9.099 1 .003 

有效案例中的 N 777   

注：a. 3 单元格(18.8%) 的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80。 

通过对年龄的大小与板栗种植收入的卡方检验，在表 6中可以看出，可以看

出年龄越大年收入也相对较高，年龄较大的人种植板栗的经验可能比较丰富，获

得的收益也会比缺乏经验的人高。Pearson 卡方统计量对应的sig 值小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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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拒绝原假设，即考虑年龄与板栗种植的年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 7  年龄和板栗种植的年收入交叉制表 

在得到两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后，再看两变量之间的列联表。如表 7

所示，从整体来看，不管调查对象的年龄的大小，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还是占大

多数，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只有小部分，所以对于板栗的发展是否达到脱贫效果还

是值得考虑的。 

 

（二）与学历的关系 

表 8 学历和板栗种植的年收入卡方检验 

 值 df  
渐进 igS g. (双侧) 

Pearson 卡方 13.480a 9 .142 

似然比 13.830 9 .129 

线性和线性组合 3.344 1 .067 

有效案例中的 N 436   

注：a. 2 单元格(12.5%) 的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2.07。 

通过对被调查者的学历与种植板栗的年收入相关性的卡方检验，在表 8 中，

Pearson 卡方统计量对应的 sig 值远大于 0.05，因此不拒绝两变量不相关的原假

设，即认为被调查者的学历与种植板栗的年收入不存在相关性。 

 

(三) 与家庭人口数的关系 

表 9  家庭人口数和板栗种植的年收入卡方检验 

 值 df  
渐进 igS . (双侧) 

Pearson 卡方 43.931a 9 .000 

似然比 45.870 9 .000 

线性和线性组合 7.409 1 .006 

有效案例中的 N 852   

注：a. 5 单元格(31.2%) 的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0.17。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合计 
3千以下 3千--1万 1--3万 3--5万 

年龄 

25岁以下 4 9 2 1 16 

25--40 岁 22 42 26 6 96 

40--55 岁 150 153 66 12 381 

55岁以上 120 120 24 20 284 

合计 296 324 118 39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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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家庭人口数与板栗种植年收入相关性的卡方检验中，从表 9 可以看出，

Pearson卡方统计量对应的 sig 值远小于 0.05，因此拒绝两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

表明家庭人口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板栗种植的年收入。家庭人口数越多，种植

板栗的劳动力可能越多，从而使得家庭获得的收益也较多。部分家庭人口数较多

而板栗种植年收入较少的家庭可能存在分配较少的劳动力在种植板栗上。 

表 10  家庭人口数和板栗种植的年收入交叉制表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合计 
3千以下 3千--1万 1--3万 3--5万 

家庭人口数 

2人或以下 0 3 1 0 4 

3人 42 40 14 8 104 

4人 63 120 36 21 240 

5人或以上 212 192 92 8 504 

合计 317 355 143 37 852 

在得到两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后，再来看看两变量之间的列联表，如

表 10所示.金寨县家庭人口数普遍较多，但家庭收入又普遍较低，因此，金寨县

继续得到迅速的发展，达到脱贫的效果。 

二、板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愿意种植板栗原因分析 

表 11  愿意种植板栗的原因频率分布表 

 响应 个案百分比 

N 百分比 

愿意种植板栗的原因 a 

自然条件好 525 28.3% 76.8% 

政府政策支持 137 7.4% 20.0% 

种植经验丰富 579 31.2% 84.6% 

其他 197 10.6% 28.8% 

规模大 415 22.4% 60.7% 

总计 1853 100.0% 270.9% 

a. 值为 1 时制表的二分组。 

从频数分析表 11 的结果来看，选择自然条件好这个原因的被访者比例达

76.8%，占所有被访者选择的 28.3%;选择政府政策支持的被访者比例为 20.0%，

占所有被访者选择的 7.4%；选择种植经验丰富这个原因的有 84.6%，占所有被访

者选择的 31.2%；选择其他原因的被访者比例为 28.8%，占所有被访者选择的

10.6%。因此可分析出大部分人选择的原因为自然条件好和种植经验丰富，这两

个为主要原因，其次为规模大，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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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愿意种植板栗原因分析 

表 12 不愿意种植板栗原因频率分布表 

 响应 个案百分

比 N 百分比 

不愿意种植板栗的原因 a 

储存难 79 20.5% 56.4% 

病虫害多 91 23.6% 65.0% 

其他 66 17.1% 47.1% 

缺乏管理经验 70 18.1% 50.0% 

市场低迷 80 20.7% 57.1% 

总计 386 100.0% 275.7% 

a. 值为 1 时制表的二分组。 

从频率分析表 12 来看，大部分被访者都选择病虫害多，储存难和市场低迷

等原因，分别占所有被访者的 65.0%，56.4%和 57.1%。通过调查数据显示，导致

居民不愿意种植板栗主要是由于板栗储存难，病虫害多，市场低迷等因素造成，

而其他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不愿意种植。 

 

（三）影响板栗发展因素分析 

表 13  阻碍板栗发展因素频率分布表 

 响应 个案百分比 

N 百分比 

阻碍板栗发展的原因 a 

成本高 58 17.1% 41.4% 

品种结构单一 69 20.4% 49.3% 

产品深加工不足 75 22.1% 53.6% 

市场流通不足 78 23.0% 55.7% 

其他 59 17.4% 42.1% 

总计 339 100.0% 242.1% 

a. 值为 1 时制表的二分组。 

从表 13 可知，选择市场流通不足这个因素的被访者最多，占比为 55.7%，

其次是选择产品深加工不足的占比为 53.6%，选择品种结构单一的也较多，为

49.3%，选择成本高和其他因素的人数相当。当地种植板栗的居民为数很多，在

板栗产量好的情况下，市场和流通渠道都有限，便造成了板栗产业难以发展的局

面。 

 

（四） 促进板栗发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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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促进板栗发展因素频率分布表 

 响应 个案百分比 

N 百分比 

促进板栗发展的因素 a 

开创招商引资专线 368 20.9% 53.8% 

开辟板栗深加工领域 389 22.1% 56.9% 

结合旅游业发展 469 26.7% 68.6% 

加大技术投入力度 406 23.1% 59.4% 

其他 125 7.1% 18.3% 

总计 1757 100.0% 256.9% 

a. 值为 1 时制表的二分组。 

由频率分布表14可知，大部分被访者都愿意选择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和开

创招商引资专线来促进板栗产业的发展，认为这两个途径比较有效。板栗树年数

久远，再加上当地居民对板栗越来越不重视影响了板栗产业的发展，若能从外部

引进一些技术资源，并且将大部分面积的山地承包出去，加强管理，将会更加有

利于板栗产业的发展。 

三、板栗种植发展相关分析 

（一） 板栗种植收入与板栗种植意愿相关分析 

表 15  板栗种植收入与板栗种植意愿相关系数 

 
板栗种植的年

收入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Kendall 的 tau_b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相关系数 1.000 .864** 

igS .（双侧） . .000 

N 684 684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相关系数 -.235** 1.000 

igS .（双侧） .000 . 

N 684 684 

pearmanS  的 

rho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相关系数 1.000 .849** 

igS .（双侧） . .000 

N 684 684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相关系数 -.249** 1.000 

igS .（双侧） .000  

N 684 684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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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显示了 pearmanS 相关系数和 Kendall 相关系数，两个变量的 pearmanS

等级相关系数等于-0.864，显示变量显著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右上角的标记也是

在 0.01 显著水平下显著。Kendall τ相关系数等于-0.849，两变量显著相关，

检验 P值接近于 0，而且根据相关系数标记，在 0.01显著水平下显著。 

 

（二） 板栗种植收入于板栗政策了解程度相关分析 

表 16  板栗种植收入与板栗政策了解程度相关系数 

 
板栗种植的年

收入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

扶持政策 

Kendall 的 tau_b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相关系数 1.000 .860** 

Sig .（双侧） . .000 

N 684 684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

策 

相关系数 -.260** 1.000 

Sig.（双侧） .000 . 

N 684 684 

pearmanS  的 

rho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相关系数 1.000 .876** 

igS .（双侧） . .000 

N 684 684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

策 

相关系数 -.276** 1.000 

Sig.（双侧） .000 . 

N 684 684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表22显示了 pearmanS 相关系数和Kendall相关系数，两个变量的 pearmanS 等

级相关系数等于0.860，显示显著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右上角的标记也是在0.01

显著水平下显著。Kendall τ相关系数等于0.876，两变量显著相关，检验P值接

近于0，而且根据相关系数标记，在0.01显著水平下显著。 

四、基于 logistics 回归结果分析的板栗种植分析 

研究板栗的种植意愿，考虑到板栗种植收入，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例以及政府政策的了解程度可能影响到板栗种植的意愿，故将板栗种植意愿作

为因变量，板栗种植收入，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以及政府政策的了

解程度作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s回归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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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求解：通常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发生概率 (0 1)p p  ，很难直接研

究 p 和相关自变量的关系，一是因为 p 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导致其难以用线

性模型描述；二是在取值 p 接近于0或1时，p 值得微小变化难以衡量。这时一般

不直接处理参数 p ，而是对其进行 logit 变换: 

(p) log i

j

p
Logit

p

 
   

   

由于 ( )Logit p 的取值范围为负无穷到正无穷，克服了前面的困难。 

问卷中对于板栗种植意愿选择中，将其分为两组：愿意继续种植和不愿意继

续种植，概率分别为 1p 、 2p ，其中 1 2 1p p  ；设板栗种植年收入为 1
x （单位：

元），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为 2
x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为 3x ，设模

型为 

1

1 1 2 2 3 3

2

log
p

x x x
p

  
 

   
 

 

其中 1

2

p

p
用来比较事件 i 发生与事件 j 发生的概率比。 

表 17  logistics回归案例处理汇总 

未加权的案例 a N 百分比 

选定案例 

包括在分析中 262 100.0 

缺失案例 0 .0 

总计 262 100.0 

未选定的案例 0 .0 

总计 262 100.0 

注：a. 如果权重有效，请参见分类表以获得案例总数。 

表23说明数据的整体情况，包括分析的数据、缺失的数据等。 

表 18  logistics 回归因变量编码 

初始值 内部值 

是 0 

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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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说明因变量板栗种植意愿的赋值情况，在这里是将取值为1的变量作为

概率P来建立模型的。 

块 0: 起始块 

块0表示给出的模型是不含任何自变量、自变量取值为0、只有常数项时的输

出结果。 

表 19  初始预测分类表 

 

已观测 

已预测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百分比校正 

 是 否 

步骤 0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是 0 317 .0 

否 0 367 100.0 

总计百分比   53.7 

注：a. 模型中包括常量；b. 切割值为 .500 

表25是输出分类预测结果，当模型中不包括任何自变量时，模型把所有的案

例都预测为样本数较多的那一类，即愿意种植，此时预测的准确率为53.7%。 

表 20 初始方程中的变量 

 B S.E, alsW  df  Sig. Exp (B) 

步骤 0 常量 .146 .077 3.648 1 .056 1.158 

表26是给出模型中常数的检验结果，常数为0.146，P只接近于0.056，说明

不愿意种植的是愿意种植的1.158倍。 

表 21  不在初始方程中的变量 

 得分 df Sig. 

步骤 0 
变量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42.436 1 .000 

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 
41.509 1 .000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

策 
26.504 1 .000 

总统计量 62.727 3 .000 

表27说明如果在现有的模型下加入变量，是否会显著改变模型的拟合优度。

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哪个变量引入模型，都有显著的拟合优度的改变。这说明自

变量是可以解释因变量的，模型线性关系显著。 

块 1: 方法 = 输入 

从块1开始输出模型中引入自变量的结果，我们采用的是enter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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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卡方 df Sig. 

步骤 1 

步骤 65.348 3 .000 

块 65.348 3 .000 

模型 65.348 3 .000 

表28输出全局似然比检验，步骤：该统计量为每一步与前一步的似然比检验

结果；块：该统计量为块1和块0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模型：该统计量是上一模型

中的变量拟合效果和现在模型中变量拟合效果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表 23  模型汇总表 

步骤 -2 对数似然值 Cox & Snell R 方 Nagelkerke R 方 

1 879.219a .091 .122 

注：a. 因为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 .001，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 4 处终止。 

表29为模型拟合概要，可见-2倍的似然比对数值为879.219，后面给出的两

个类似于可决系数的统计量，但是数值都较小，说明拟合程度较差。 

表 24  最终预测分类表 

 已观测 

已预测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百分比校正 

是 否 

步骤 1 
是否希望继续种植 

是 144 173 45.4 

否 61 306 83.4 

总计百分比   65.8 

注：a. 切割值为 .500 

表30表明引入自变量后模型的判断情况，可见模型的判断发生了改变，说明

自变量起到作用。 

表 25  最终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1a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508 .838 8.257 1 .004 .090 

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 
.376 .119 10.007 1 .002 1.456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

策 
.647 .182 12.618 1 .000 1.909 

注：a. 在步骤 1 中输入的变量: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板栗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 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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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参数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为： 

321

2

1 647.0376.0508.0）
p

p
（ogit xxxL   

p  (0.004)   (0.002)   (0.000) 

由上式进行变形得： 

321 647.0376.0508.0

2

1

p

p xxxe 


 

可以看出 ogitL 模型通过了F检验,参数通过了t检验，拟合效果比较显著。 

当板栗种植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与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不变的情况

下，板栗种植年收入每增加1元，则愿意继续种植概率相对于不愿意继续种植的

概率的比值将上升为1.6619倍，板栗种植年收入每增加10元，则愿意继续种植概

率相对于不愿意继续种植的概率的比值160.774倍，即随着板栗种植年收入随着

的提高，愿意继续种植板栗比例越高。     

当板栗种植年收入与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不变时，板栗种植的收入占

家庭总收入每增加1%，愿意继续种植概率相对于不愿意继续种植的概率的比值将

下降1.4433倍，而当板栗种植年收入与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不变时，板栗

种植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每增加10%，则将愿意继续种植概率相对于不愿意继续

种植的概率的比值下降为42.94倍，即板栗种植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占比越大，

愿意继续种植板栗的比例越高。 

当板栗种植年收入与板栗种植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对板

栗种植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愿意继续种植板栗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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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家庭人口数与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关系 

在对家庭人口数与板栗种植年收入相关性的卡方检验中表明，家庭人口数越

多，种植板栗的劳动力越多，从而降低成本，使得家庭获得的收益较多。 

（二）总体上金寨板栗种植户数大于非板栗种植户数 

从频数分析的结果来看，板栗种植户认为金寨自然条件好的被访者比例达

76.8%，占所有被访者选择的 28.3%;认为有政府政策支持的被访者比例为 60.7%，

占所有被访者选择的 22.4%；认为种植经验丰富的有 84.6%，占所有被访者选择

的 33.2%；选择其他原因的被访者比例为 28.8%，占所有被访者选择的 10.6%。

因此，可分析出大部分人认为金寨的自然条件好、板栗种植经验丰富以及有政府

政策的支持，非常适合板栗的种植。 

（三）劳动力缺乏，使栗园长期粗放经营，不修剪，不施肥，病虫害严重，是

产量低的重要原因 

村里留守人员大都是妇幼和老人，村民年龄在 25岁以下的占 6.2%，年龄在

25-40 岁的占 19.4%，40-55 岁的占 49.8%，在 55 岁以上的占 24.6%，其中年龄

在 40-55 岁的居民最多，25 岁以下的最少。由数据可得出，年轻劳动力严重缺

乏。从不愿意种植板栗的频率分析表来看，认为板栗种植成本高经济效益差的被

访者也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很多栗园长期粗放经营，不修剪，不施肥，病虫害严

重，密度过大，是产量低的重要原因。 

（四）logistics回归结果分析的板栗种植分析 

当板栗种植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与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不变的情况

下，随着板栗种植年收入随着的提高，愿意继续种植板栗比例越高；当板栗种植

年收入与是否了解关于板栗扶持政策不变时，板栗种植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占

比越大，愿意继续种植板栗的比例越高；当板栗种植年收入与板栗种植的收入占

家庭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对板栗种植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愿意继续种植

板栗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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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些年的板栗发展与金寨脱贫的相关度不大 

由统计得来的数据可知，板栗种植户的年收入水平相对于非板栗种植户来说

较低，基本集中在年收入 1 万以下，1 万以上的家庭只占 21%左右，而非板栗种

植户大多数家庭年收入达到 1-3万，占比达到 52%以上。同时有 66.03%板栗种植

户的板栗种植收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小部分，只有 3.82%的家庭完全靠种植板栗

来获得收入。近几年来由于板栗收成、市场等原因造成板栗种植户收入普遍较低，

而非板栗种植户通过其他途径反而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严重影响了栗农生产积

极性，当地人们对板栗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低。使得板栗发展与金寨脱贫的相关

度不大。 

（六）金寨板栗的发展大有所为 

金寨县板栗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从板栗产业本身来讲，金寨县的

先天条件不错。我们对于当地人们种植板栗的意愿的统计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还是

愿意继续种植板栗。从促进金寨板栗发展因素的频率分布表可知，大部分被访者

都愿意选择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和开创招商引资专线来促进板栗产业的发展；

从阻碍金寨板栗发展的因素分析中得出，认为市场流通不足的占比为 55.7%，产

品深加工不足的占比为 53.6%，品种结构单一的占比为 49.3%。因此， 一旦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那么金寨的板栗发展将大有所为。 

二、建议 

（一）栗农 

1.着力提高栗园管理水平，进行精细经营，做到修剪、施肥都不误，降低病

虫害发生率，提高板栗产量和质量。做到使栗园常年稳产高产，通过板栗经济作

物的种植和良好的经营管理，迈进小康生活。 

2.及时调整板栗品种结构，做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这样栗农便可

以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以及应对市场潜在的一系列挑战，从而降低风险，提高栗

农的经济收入。 

3.尝试和一些板栗加工企业直接对接，做成糕点、罐头、饮料、药材等产品，

以进行产品深加工，延长其产业链，提升其附加值。让栗农们转变生产观念，从

传统的直接去板栗集市贩卖的被动中转变成自己主动的去寻求合作伙伴并对其

产品进行深加工，增加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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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 

1. 推广使用板栗脱壳机，解决农村现有劳动力不足形成的冲突和板栗剥苞

的一项技术难题，以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让栗农和企业易在板栗销

售旺季占据最佳收获价格期，增加经济收益。 

2. 扩大生产规模，积极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金寨及周边地区丰富的板栗

资源，开展板栗深加工，开发板栗系列食品，以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板栗传统生

产工艺的乘方式升级，提升板栗产品利用率和附加值。 

3.借鉴外地经验，在招商引资、旅游推介、产品介绍等活动中，以网络及节

庆文化活动等有效载体，大力宣传金寨板栗，扩大金寨板栗的知名度，努力提高

市场占有份额。 

（三）政府 

1.通过科技培训、建立丰产示范园等方式，大力推广普及板栗生产新品种、

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基地建设质量，形成重点区域和优良品种相互带动的发展战

略模式。 

2.政府可以联合农业科技研究院、高校以及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帮助金寨

提供板栗病虫害防治的相关方法和措施，以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同时，采取科技

改良方式将现有板栗逐步更新改造为适应市场需求，抗病虫、耐贮藏的品种。 

3.政府要给予栗农和企业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用于扶持板栗加工企业和

板栗品种更新及产业链的延伸，使县内板栗品质全面改良，附加值提高。 

4. 政府要对板栗采取分类经营，对于立地条件好、农民改良积极性高的，

大力扶持。而对于立地条件差、品质低下、树体老化等无培育前途的板栗园，进

行封山育林。 

 

 

 

 

 

 

 

 

 



 

32 / 36 
 

参考文献 

[1] 刘丽.金寨县板栗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15. 

[2] 陈爱民.对金寨板栗产业发展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15. 

[3] Robot.发展板栗大有所为 [N]．科技日报，2014-07-29（08）. 

[4] 蒲友光,李清华.关于金寨县板栗产业化发展的探讨[J].皖西学院学报,2001. 

[5] 板栗茶叶实用技术培训活动.http://www.ahjinzhai.gov.cn.2014 年 10 月 1 日发

布 

[6] 全国经济林板栗之乡. http://www.ahjinzhai.gov.cn.2016 年 01 月 22 日发布 

[7]朱建平.应用多元统计分析[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6). 

[8]王秀娥,夏冬.市场调查与预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9] 金勇进,杜子芳等. 抽样调查技术（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5(4). 

[10]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统计业务知识第三版[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3).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1&recid=&FileName=AHNB201515032&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yx=&pr=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AHNB&UnitCode=&NaviLink=%e5%ae%89%e5%be%bd%e5%86%9c%e5%ad%a6%e9%80%9a%e6%8a%a5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3&recid=&FileName=ANHE201502193&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yx=Y&pr=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ANHE&UnitCode=&NaviLink=%e7%8e%b0%e4%bb%a3%e5%86%9c%e4%b8%9a%e7%a7%91%e6%8a%80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92%b2%e5%8f%8b%e5%85%89&scode=12116975%3b08983085%3b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6%b8%85%e5%8d%8e&scode=12116975%3b08983085%3b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9&recid=&FileName=WXXB200102022&DbName=CJFD2001&DbCode=CJFQ&yx=&pr=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WXXB&UnitCode=&NaviLink=%e7%9a%96%e8%a5%bf%e5%ad%a6%e9%99%a2%e5%ad%a6%e6%8a%a5
http://www.ahjinzhai.gov.cn/DocHtml/1/14/10/xxgk_201601306626249.html.2014年10月1日发布
http://www.ahjinzhai.gov.cn/DocHtml/1/14/10/xxgk_201601306626249.html.2014年10月1日发布
http://www.ahjinzhai.gov.cn.2016年01月22日发布/


 

33 / 36 
 

附录 1——调查问卷 

金寨县的板栗种植与其脱贫成效的相关度研究 

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我们是滁州学院的学生,因比赛调研需要,同时更好的为金寨县进行脱贫攻

坚,特进行此次调查。恳请占用您两分钟的宝贵时间填答问卷,向您表示衷心的

感谢!注:在符合您条件的○里打 。 

一、 基本信息 

1. 您的年龄： 

○ A、25岁以下  ○ B、25—35岁  ○ C、35—50岁  ○ D、50 岁以上   

2. 您的学历： 

○ A、小学或以下○ B、初中  ○ C、高中/中专 ○ D、大学及以上 

3. 您的家庭人口数: 

○ A、2人       ○ B、3人       ○ C、4人       ○ D、5 人及以上 

二、  板栗种植相关情况 

1. 您现在家庭是否种植板栗 

○ A、是    ○ B、否 

若选 A 则继续完成第 2题后至第 5 题(即标有★题)，若选 B 则继续完成

第 2 题后跳至第 6题(即标有◆题)继续作答 

2. 您了解金寨县对板栗发展的扶持政策吗? 

○ A、非常了解  ○ B、较为了解  ○ C、不了解 

★3.您是板栗种植户的家庭收入基本情况： 

1) 板栗种植的年收入： 

○ A、3千以下  ○ B、3千—1万  ○ C、1—3万 

○ D、3—5万   ○ E、5万以上 

2) 您每年通过板栗种植获得的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多少?  

○ A、全部      ○ B、大部分   ○ C、一半 

○ D、小部分    ○ E、没有 

★4.您为什么愿意在金寨种植板栗（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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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自然条件好  ○ B、政府政策支持  ○ C、规模大 

○ D、种植经验较丰富   ○ E、其他 

★5.您是否希望继续种植板栗： 

○A、希望   ○ B、不希望 

◆6.您是非板栗种植户的家庭年收入基本情况: 

○ A、3千以下  ○ B、3千—1万  ○ C、1—3万 

○ D、3--5万   ○ E、5万以上 

◆7.您为什么不愿意种植板栗(多选)? 

○ A、储存难，缺乏技术    ○ B、病虫害多 

○ C、市场低迷            ○ D、缺乏经营管理经验 

◆8.您认为阻碍金寨板栗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多选)? 

○ A、成本高，经济效益差  ○ B、品种结构单一 

○ C、产品深加工不足 产业链短,附加值低 

○ D、市场和流通尚有不足  ○ E、其他 

三、 生活变化(板栗种植户作答,非板栗种植户不作答) 

1. 板栗的种植使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多选）？ 

○ A、就业得到保障        ○ B、衣食住行的条件得到改善 

○ C、医疗保障更加健全    ○ D、教育条件有所改善 

○ E、娱乐生活更加丰富 

四、  未来展望 

1.您认为如何促进金寨县板栗产业的发展（多选）? 

○ A、加大技术投入力度    ○ B、开创招商引资专线 

 ○ C、开辟板栗深加工领域，打出自己的品牌  

 ○ D、结合旅游业发展，带动板栗销售产业  

 ○ E、不知道 

2.您对金寨县利用板栗种植来发展经济达到脱贫的目标有没有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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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金寨县人民政府 

金寨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汇报之基本县情 

中共金寨县委 

金寨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1月 9 日） 

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地处安徽西部，大

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结合部，总面积 3814 平方公里。辖 23个乡镇、1个现代

产业园区，224个村，总人口 68万，是安徽省面积最大、山库区人口最多的县。   

一是红色奉献的土地。境内先后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 11 支主

力红军队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安徽省

抗战指挥中心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部。革命战争年代，10 万金寨儿

女为国捐躯，走出了洪学智、皮定钧等 59 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红军的摇篮、

将军的故乡”。新中国建设时期，为治理淮河水患，境内修建治淮骨干工程——

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总蓄水量 50 亿立方米，淹没 10 万亩良田、14 万亩经

济林和 3 大经济重镇，移民 10 万人。二是各级关注的土地。党和国家领导人十

分关怀、关注老区。1990 年，李克强同志到金寨考察并选址建设全国第一所希

望小学。2003 年以来，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王兆国、刘延东、

李建国、赵乐际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县视察，中央部委和省市都对金寨给予大力支

持。三是区位优越的土地。合武高速公路、沪汉蓉快速铁路贯穿全境，宁西铁路、

312国道擦县而过，东融合肥经济圈和长三角，南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西靠武汉城市圈、直通“一带一路”。四是资源富集的土地。“红、绿、蓝”

三色旅游资源丰富，有 5A 景区 1 个、4A 和 3A 景区各 5 个；全县拥有林地 440

万亩，森林覆盖率 75%；茶园 17万亩、栗园 50万亩、毛竹 24万亩、油茶 18万

亩、山核桃 8万亩、中药材 8万多亩，素有板栗之乡、名茶产地、西山药库等美

誉；境内蕴藏矿藏 20 多种，其中钼矿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五是发展

滞后的土地。金寨是国家级首批重点贫困县，2011 年被确定为大别山片区扶贫

攻坚重点县，2015 年全县人均 GDP、财政收入为全国平均的 30%、15%；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平均的 68.3%、82.6%。六是充满希望的土地。

享有中部崛起、皖江城市带、合肥经济圈、加快皖北发展、促进革命老区发展、

加快脱贫攻坚等系列政策支持；拥有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的生态环境；具有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2012年 6 月 19日，吴邦国同志亲临视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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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量身定做了“5+1”帮扶项目，并确定全国人大机关对口帮扶金寨。特别是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就传承红色基因、老区脱

贫攻坚等作出重要指示，金寨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 


